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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是GB/T3836《爆炸性环境》的第33部分。GB/T3836已经发布了以下部分:
———第1部分:设备 通用要求;
———第2部分:由隔爆外壳“d”保护的设备;
———第3部分:由增安型“e”保护的设备;
———第4部分:由本质安全型“i”保护的设备;
———第5部分:由正压外壳“p”保护的设备;
———第6部分:由液浸型“o”保护的设备;
———第7部分:由充砂型“q”保护的设备;
———第8部分:由“n”型保护的设备;
———第9部分:由浇封型“m”保护的设备;
———第11部分:气体和蒸气物质特性分类 试验方法和数据;
———第12部分:可燃性粉尘物质特性 试验方法;
———第13部分:设备的修理、检修、修复和改造;
———第14部分:场所分类 爆炸性气体环境;
———第15部分:电气装置的设计、选型和安装;
———第16部分:电气装置的检查与维护;
———第17部分:由正压房间“p”和人工通风房间“v”保护的设备;
———第18部分:本质安全电气系统;
———第20部分:设备保护级别(EPL)为Ga级的设备;
———第21部分:设备生产质量体系的应用;
———第22部分:光辐射设备和传输系统的保护措施;
———第23部分:用于瓦斯和/或煤尘环境的Ⅰ类EPLMa级设备;
———第24部分:由特殊型“s”保护的设备;
———第25部分:可燃性工艺流体与电气系统之间的工艺密封要求;
———第26部分:静电危害 指南;
———第27部分:静电危害 试验;
———第28部分:爆炸性环境用非电气设备 基本方法和要求;
———第29部分:爆炸性环境用非电气设备 结构安全型“c”、控制点燃源型“b”、液浸型“k”;
———第30部分:地下矿井爆炸性环境用设备和元件;
———第31部分:由防粉尘点燃外壳“t”保护的设备;
———第32部分:电子控制火花时限本质安全系统;
———第33部分:严酷工作条件用设备;
———第34部分:成套设备;
———第35部分:爆炸性粉尘环境场所分类。
本文件使用重新起草法修改采用IECTS60079-43:2017《爆炸性环境 第43部分:严酷工作条件

用设备》。
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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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做了下列结构调整:
———调整了附录B和附录C的顺序。
本文件与IECTS60079-43:2017的技术性差异及其原因如下:
———关于规范性引用文件,本文件做了具有技术性差异的调整,以适应我国的技术条件,调整的情

况集中反映在第2章“规范性引用文件”中,具体调整如下:
● 用修改采用国际标准的GB/T3836.1代替IEC60079-0(见第3章);
● 用修改采用国际标准的GB/T3836.4代替IEC60079-11(见6.2);
● 用修改采用国际标准的GB/T3836.15代替IEC60079-14(见5.1);
● 用等同采用国际标准的GB/T3836.16代替IEC60079-17(见5.1);
● 用等同采用国际标准的GB/T4942.1代替IEC60034-5(见5.3);
● 用等同采用国际标准的GB/T4208代替IEC60529(见5.3);
● 删除了IEC60721-1和IEC60721-2-1,并将对应的GB/T4796和GB/T4797.1移至参考

文献;
● 删除了IEC60068(所有部分)和IECTR60721-4(所有部分),并将对应的GB/T2423(所

有部分)和GB/T20159(所有部分)移至参考文献。
本文件做了下列编辑性改动:
———为与现有标准系列一致,将本文件名称修改为《爆炸性环境 第33部分:严酷工作条件用设

备》;
———5.1中增加了关于附录A和附录B的注;
———更改了参考文献。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电器工业协会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防爆电气设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9)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南阳防爆电气研究所有限公司、佳木斯防爆电机研究所有限公司、上海工业自动

化仪表研究院有限公司、浙江科技学院、北京控制工程研究所、创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卧龙电气南阳防

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王军、张刚、张国彦、刘英、卢巧、尹永晶、朱世清、周立勋、段昆、冯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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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GB/T3836《爆炸性环境》旨在确立爆炸性环境用设备及其应用相关方面的基本技术要求,涵盖了

爆炸性环境用设备的设计、制造、检验、选型、安装、检查、维护、修理以及场所分类等各方面,采用分部分

标准的形式,包括但不限于以下部分:
———第1部分:设备 通用要求;
———第2部分:由隔爆外壳“d”保护的设备;
———第3部分:由增安型“e”保护的设备;
———第4部分:由本质安全型“i”保护的设备;
———第5部分:由正压外壳“p”保护的设备;
———第6部分:由液浸型“o”保护的设备;
———第7部分:由充砂型“q”保护的设备;
———第8部分:由“n”型保护的设备;
———第9部分:由浇封型“m”保护的设备;
———第11部分:气体和蒸气物质特性分类 试验方法和数据;
———第12部分:可燃性粉尘物质特性 试验方法;
———第13部分:设备的修理、检修、修复和改造;
———第14部分:场所分类 爆炸性气体环境;
———第15部分:电气装置的设计、选型和安装;
———第16部分:电气装置的检查与维护;
———第17部分:由正压房间“p”和人工通风房间“v”保护的设备;
———第18部分:本质安全电气系统;
———第20部分:设备保护级别(EPL)为Ga级的设备;
———第21部分:设备生产质量体系的应用;
———第22部分:光辐射设备和传输系统的保护措施;
———第23部分:用于瓦斯和/或煤尘环境的Ⅰ类EPLMa级设备;
———第24部分:由特殊型“s”保护的设备;
———第25部分:可燃性工艺流体与电气系统之间的工艺密封要求;
———第26部分:静电危害 指南;
———第27部分:静电危害 试验;
———第28部分:爆炸性环境用非电气设备 基本方法和要求;
———第29部分:爆炸性环境用非电气设备 结构安全型“c”、控制点燃源型“b”、液浸型“k”;
———第30部分:地下矿井爆炸性环境用设备和元件;
———第31部分:由防粉尘点燃外壳“t”保护的设备;
———第32部分:电子控制火花时限本质安全系统;
———第33部分:严酷工作条件用设备;
———第34部分:成套设备;
———第35部分:爆炸性粉尘环境场所分类。
低温、高温及其他严酷环境条件可能对防爆设备的防爆完整性产生不利影响,现有防爆标准是基于

标准大气条件,缺乏对这些严酷条件的具体考虑,因此有必要制定专门针对严酷工作条件用设备的防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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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标准。在国际标准方面,IEC于2017年发布了IECTS60079-43:2017,给出了-20℃以下环境温

度条件和其他附加严酷条件(包括海上应用)的爆炸性环境用设备的指南,其主要技术内容也能适用于

我国的情况。因此,采用IECTS60079-43:2017制定本文件,并进行了适当的修改以适应我国的具体

情况。
使用本文件宜了解下述情况。

GB/T3836.1规定了对在下列标准大气条件下爆炸性环境中使用的电气设备的要求:
———温度:-20℃~+60℃;
———压力:80kPa~110kPa;
———空气中正常氧含量:通常为21%(体积分数)。
在一些情况下,GB/T3836的其他部分,例如GB/T3836.2也规定了超出上述范围的条件。

GB/T3836.1说明正常环境温度范围为-20℃~+40℃,超出上述正常环境温度范围使用的电气

设备需要特殊考虑,并增加附加标志以向用户传递该信息。

GB/T3836.15包括用户选型和安装设备以适应环境条件的要求,但是对超出标准大气条件范围的

或者对其他严酷环境条件的情况未给出具体指南。
极地环境的极端气候条件对防爆技术和解决方案具有挑战性。积雪、喷溅结冰、冻雨等条件可能对

设备的运行和安全产生不利影响。极端低温和天气条件会使户外露天工艺区处理烃类更加困难,对设

备运行也可能具有挑战性。应对这些挑战的方法通常称作“防冻措施”。
本文件是严酷工作条件用设备,例如在GB/T3836.1中视为是“特殊”的设备的指南,适用于这类

设备的设计、制造、安装、检查和使用。附录A给出了对材料的建议,附录B给出了低温条件用电机的

信息。本文件的一些具体内容可能会并入GB/T3836相关部分的下一版中作为指南材料。
本文件目前不涉及其他环境条件,如高温,在随后的版本中将予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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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炸性环境
第33部分:严酷工作条件用设备

1 范围

本文件给出了-20℃以下环境温度条件和其他附加严酷条件(包括海上应用)的爆炸性环境用设

备的指南。
本文件对这类设备的设计、制造和使用提供建议。本文件适用于在防爆合格证规定的环境条件范

围内运行的设备。
注:气候条件分级详见GB/T4796、GB/T4797(所有部分)、GB/T4798(所有部分)和GB/T2421。

本文件与GB/T3836的其他有关部分一起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T3836.1 爆炸性环境 第1部分:设备 通用要求(GB/T3836.1—2021,IEC60079-0:

2017,MOD)

GB/T3836.4 爆炸性环境 第4部分:由本质安全型“i”保护的设备(GB/T3836.4—2021,

IEC60079-11:2011,MOD)

GB/T3836.15 爆炸性环境 第15部分:电气设备的设计、选型和安装(GB/T3836.15—2017,

IEC60079-14:2007,MOD)

GB/T3836.16 爆炸性环境 第16部分:电气装置的检查与维护(GB/T3836.16—2017,

IEC60079-17:2007,IDT)

GB/T4208 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GB/T4208—2017,IEC60529:2013,IDT)

GB/T4942.1 旋转电机整体结构的防护等级(IP代码) 分级(GB/T4942.1—2006,IEC60034-5:

2000,IDT)

3 术语和定义

GB/T3836.1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ISO和IEC在以下地址维护用于标准化的术语数据库:
———IEC:http://www.electropedia.org/;
———ISO:http://www.iso.org/obp。
注:适用于爆炸性环境的其他定义见GB/T2900.35。

4 影响爆炸性环境用设备的环境条件

4.1 总则

本文件的目的是考虑能引起设备或其与防爆性能有关部件失效的环境条件和具体运行参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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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4797(所有部分)中有气候分类的有用信息。这些标准把气候类型分五种:热带、干旱、温带、
寒带、极地。如果制造商希望设备符合这些分类之一,宜采用GB/T4797具体部分所示的温度,例如用

于确立GB/T3836.1耐热耐寒试验的温度。
本文件中涉及的可能单独或组合起来影响设备的主要环境因素包括:
———低温;
———湿度;
———腐蚀介质;
———雪粉;
———降水;
———海浪喷溅;
———强风;
———太阳辐射;
———机械影响。
这些因素的影响可能很大,尤其是在同时出现时影响更大。下面是这些因素产生的影响。

4.2 低温影响

低温可能会产生下列影响,宜予以考虑:
———电化学电容器冻结失效;
———电池组放电;
———蜡和保护性化合物固化并开裂;
———橡胶材料失去弹性和失效;
———油脂冻结影响铰链和转轴;
———继电器故障;
———晶体管放大特性降低;
———材料或焊接面失去延展性或脆化;
———材料膨胀或收缩不同对元件正确配合产生影响;
———油黏度增加,流动受限或停止,造成保护缺失或机械系统故障;
———在老化的电气设备中作为介质绝缘的油会含有更多的水分,会降低介电强度,或者甚至会造成

绝缘故障。

4.3 其他环境条件影响

温度变化可能导致高湿,例如在海洋条件下。对于这些情况,可能会产生下列影响,宜予以考虑:
———绝缘材料传导性增大;
———绝缘材料表面电阻降低;
———空气间隙介电常数降低;
———电介质和金属中产生附加物理-化学过程,例如腐蚀或生物变化。
这些条件会引起电容器电容发生不希望的变化、绝缘电阻降低、电介质膨胀脱落、金属腐蚀或设备

内出现霉菌。
盐或其他污染物使许多由于湿度造成的问题加剧,例如降低了绝缘性能、加速腐蚀等。

5 设备设计建议

5.1 总则

GB/T3836.1要求设备按照有关工业标准中适用的安全要求制造。这些标准包括GB/T2423(所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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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部分)中的与严酷工作条件有关的环境试验。GB/T20159(所有部分)包括对GB/T2423(所有部分)
有关试验的引用。

对于使用中可能承受严酷工作条件的设备,生产商宜提供这些条件下设备选型、安装、使用和维护所

需的附加信息。宜规定最高和最低温度值和湿度值。气候分类的推荐值见GB/T4796和GB/T4797.1。
有关时,设备预期用于的温度变化率也宜在设备说明书中规定。

注1:根据具体应用情况,同一类型的设备通常规定不同的温度范围。

如果安装之前的储存条件超出防爆合格证规定的温度范围,生产商提供的说明书中宜说明温度对

设备防爆型式的潜在影响。如果说明书中没有提供这些信息,储存温度不宜超出防爆合格证规定的温

度范围。
设备暴露于严酷工作条件时,宜保持防爆型式。这需要在设备选型、安装时考虑,也需要在检查和

维护时考虑。这些方面的指南见第7章和第8章。
设备的选择、安装设计和维护宜考虑GB/T3836.15和GB/T3836.16要求的环境因素和性能。本

文件也可能用于为这些方面提供附加指南。
注2:附录A给出了对材料的建议,附录B给出了低温条件用电机的信息。

5.2 含盐和卤化物的大气

当设备拟用于可能暴露于盐雾的区域时,耐盐雾腐蚀的要求宜适用。
注:化学活性物质分类以及这些物质对设备的影响的相关信息见 GB/T4798(所有部分)、GB/T17214.4和

GB/T19292.1。

5.3 积雪条件

在雪粉条件下,设备防护等级宜符合GB/T4208和GB/T4942.1规定的IP6X,以防止雪粉以类似

于粉尘进入的方式进入设备外壳内。
热耗散设备,尤其是有旋转部件的热耗散设备,宜防止积雪在设备通电时融化,在停电时结冰。因

此,这类设备的安装方式宜能防雪,或者宜加热防止结冰。

5.4 太阳辐射

防太阳辐射的要求仅需要适用于工作条件下暴露于太阳辐射的部件,而不是整个设备。附录C包

含有关太阳辐射的附加信息和建议。
注:对承受太阳辐射的非白色或银白色表面的设备,表面温度可能至少升高5K。详见附录C。

5.5 机械完整性

在低温条件下,宜考虑提高对机械完整性的要求。对于设备,这在按照GB/T3836.1的要求准备

防爆合格证时规定。对于设备安装,可能需要附加要求,例如安装要求。
注:一些等级的钢和铸铁在温度低于-20℃时变得更脆。

在-20℃以下,在露天环境或在空气温度和湿度变化与露天环境无显著差异的室内(空间)使用的

设备,宜考虑下列情况:
———热膨胀系数不同的材料配合的螺纹接合面,宜考虑避免对材料造成损坏,确保可能遇到的大温

度范围引起部件尺寸变化时,满足紧固要求。
———易磨损(例如由于摩擦)的部件,在低温条件下材料的磨损速度与温带气候条件下相比不宜

增大。
———低温下冲击回弹性较低的部件,可能需要采取附加措施以确保其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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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结冰和防冻措施

如果设备的运行条件及设计参数没有排除影响防爆型式的积雪(结冰),宜采取适当措施,例如,防
冻措施。

可以把设备放置在温度受控区域作为防冻措施,或者采取其他防结冰措施防止表面、结构件或设备

上结冰。防结冰措施包括对空气或设备加热。

5.7 快速冷却的影响

雪、雨、喷溅,或防冻系统失效可能使设备快速冷却,导致设备内部压力下降及冷凝。快速冷却之

后,外壳暴露于高温和潮湿环境会造成外壳变形以及IP防护等级降低。
由于温度变化造成的压力差,可能引起水通过互连电缆从一个腔体进入另一个腔体。
采用适当的呼吸装置泄压可以解决上述问题。

6 低温对不同防爆型式的影响

6.1 总则

低于-20℃的环境温度可能对设备的防爆型式造成影响,宜在设备评定和试验时予以考虑。如果

不同防爆型式标准中没有特别规定这些低温问题,则宜考虑可能出现的关键问题,下列章条给出了

示例。

6.2 本质安全型“i”

在低温下,本质安全设备中使用的元件,如安全栅,以及具有动态本质安全元件的限制火花时限电

源性能特性会发生变化。选择元件时宜考虑这些变化,并宜按照GB/T3836.4的要求,利用制造商规

定的运行温度进行评定。该额定值宜考虑影响本质安全性能的半导体元件运行的变化,以提供要求的

本质安全功能。
这种系统中使用的具有动态本质安全元件的电源,其本质安全效能取决于使用场所的环境温度。

在低温下,本质安全电源的动态半导体元件的灵敏度下降,开关时间增加。GB/T3836.4规定火花点燃

试验应在最易点燃条件的电路布置中进行。但是,实际上,实验通常是在实验室温度下进行。
因此,涉及低温的地方,对具有动态本质安全保护电源的系统,需要在应用范围内的温度下,包括动

态半导体元件的最低温度,以及在最高工作温度时火花试验装置连接适宜负载的条件下,测试本质安全

性能。
在低于-40℃的环境温度下提供本安保护的半导体元件,可能需要特殊加热系统。对于在寒冷海

洋气候下使用的设备,尽管设备符合GB/T3836.4的爬电距离和绝缘材料相比漏电起痕指数(CTI)规
定,可能需要高于IP54的防护等级,以确保防止氯化物可能在印制电路板表面沉积造成起痕。

6.3 隔爆外壳“d”

确保外壳完整性的紧固件宜由在低温下保持强度的材料制造。这对低于-40℃的温度尤其重要。
对于粘结接合面,宜使用耐寒粘结剂。
隔爆结合面可能需要附加防腐措施,尤其是海洋性气候条件下使用的设备。
不同温度系数的材料配合的接合面,宜考虑温度从上限至下限变化对隔爆间隙的影响。

6.4 正压外壳“p”

在低温下运行的正压系统,可能需要采取附加措施以确保可靠运行。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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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需要固定配置的加热器、环境净化装置或其他防冷凝装置。

6.5 液浸型“o”

宜采用适用于低温的液体,或者起动前设备先预热。宜在说明书中规定。

7 设备的选择、安装和使用

7.1 限定功能

设备防爆合格证可允许设备在低温下运行,但是对低温下设备的功能没有规定。本文件在下面给

出了一些出于安全原因宜考虑的因素。例如,即使设备在防爆合格证规定温度限值范围内运行,也可以

使用加热器。
低温下,一些电池不宜作为应急灯的备用电源,可以采用电池位于温度较高场所的不间断电源系

统,或有其他充分措施(如加热)。低温下,荧光灯管的光输出将降低,可考虑由其他光源提供必要的光

输出。
对于其他通常采用电池作为备用电源的系统,可能需要较简单的备用电源方法。

7.2 电缆和导线

除GB/T3836.15的要求之外,下列情况也宜考虑:
———低温下电缆护套和电缆引入装置的密封元件硬度可能会变化,在安装、检查和维护时,宜遵照

制造商的建议;
———低温下电缆的允许最小弯曲半径可能需要增大;
———由于GB/T3836.15对本质安全型设备使用的电缆引入装置没有特殊要求,因此对于低温应

用,宜避免使用没有“d”“e”“t”型式防爆合格证的电缆引入装置,因为它们可能没有进行过低

温试验。

7.3 密封件和密封材料

宜按照其低温特性选择弹性密封件并宜避免冻结条件。
宜对密封件进行充分处理以便于安装和维护,例如,对密封件进行润滑。

8 设备维护

如果设备暴露于严酷工作条件,为在这些条件下保持防爆性能的有效性,除GB/T3836.16规定的

要求之外,还宜进行附加定期检查和维护。
宜考虑下列情况:
———增加检查频率,确保加热器、轴承润滑和电机能够正常工作;
———由于许多密封材料在低于-20℃的温度下变硬,在低温下宜进行检查和维护,以防止对密封

件或其他部件造成损坏;
———宜检查紧固件的扭矩以及其形成的密封情况;
———制造商说明书宜包括维护、特殊工具的使用、润滑剂和备件的要求;
———起动之前宜按照制造商的建议保持油冷却轴承的温度;
———可能需要定期检查绝缘系统(用高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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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危险场所分类

场所分类宜考虑低温产生的影响,例如由于极端低温对密封件和其他元件的影响,释放源可能会

扩大。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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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对材料的建议

  原则上,在低温下,所有奥氏体钢更具延展性且具有较高的抗缺口冲击韧性。
为了避免脆性破坏,低温工作条件下使用的材料,宜适合于有关要求规定的金属最低设计温度。买

卖双方宜对运行、维护、运输、安装、试运行和测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状况需采取的特殊预防措施达成

一致。
可能承受低于延脆转变温度的钢质承压部件,选择的制造方法、焊接程序和材料宜符合良好设计实

践。国际公认标准如美国机械工程协会(ASME)锅炉和压力容器规范和其他美国国家标准学会

(ANSI)标准,根据最小拉伸特性,对许多材料都发布了允许的设计应力。一些标准没有给出沸腾、半镇

静、镇静、热轧材料和正火材料之间的区别,也没有考虑材料是在细晶粒、粗晶粒实践条件下制造出来

的。在选择低于-20℃使用条件下使用的材料时,宜特别注意。

7

GB/T3836.33—2021



附 录 B
(资料性)

低温条件用电机

B.1 概述

低温下防爆电机可能会出现特殊问题。除了本文件正文所述之外,还可能需要考虑下列问题。

B.2 防爆

对隔爆型“d”设备,GB/T3836.2对拟用于温度低于-20℃条件下的设备有特殊要求。最主要的

问题是低温条件下参考压力增大,因此设备需要承受的过压值也随之增大。对于隔爆型“d”电机,低温

下压力重叠和可能爆炸的潜在问题被放大,从而使压力可能超过常规预期值。
对于“eb”“ec”和“n”型设备,GB/T3836.3和GB/T3836.8中没有除GB/T3836.1要求之外对于低

温的特殊要求。然而,这不表示“e”或“n”型电机可以看作适用于低温条件。例如,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整

个绝缘系统在低温下保持有效并符合要求。“eb”电机的保护系统需要特别注意保证有效运行,且tE 时

间和IA/IN 值符合要求。更重要的问题可能是如何使用嵌入式温度传感器。如果传感器在定子中,但
转子可能温度更高,定子中的传感器可能需要设定为较低温度,或者可以提供电流传感器监测电机电

流。这可能需要作为电机评定和试验的一部分评估。电机保护装置的位置也非常重要。不宜设置在比

受保护的电机温度低的区域,因为这些装置通常采用易受温度影响的基准元件,如双金属元件。

B.3 影响设计和性能的因素

低温下宜确保轴承的润滑脂不凝结。一些情况下可能需要加热器,在电机起动之前加热轴承。轴

承润滑脂不能有湿气。
电机定转子之间水结冰相当于起动时的制动器。这也需要在起动之前用加热器。
使用排液孔也会出现问题,因为即使温度升高至冰点以上,排液孔仍然会结冰一段时间。如果需要

排出湿气,可能需要清理或加热。
轴承材料、转轴和轴承室的膨胀系数也需要考虑,以确保维持适当的配合和间隙。
衬垫和轴环需要使用在低温下保持弹性和功能的材料,如硅橡胶弹性体。
电机的性能,包括起动电流和效率会受影响。
随着温度降低轴钢会变硬,失去延展性,不耐撞击或冲击负荷,因此可能需要特殊轴钢。
其他材料以及焊接点脆度增加也需要考虑。
如果电机在露天使用,并且可能不连续运行,可能需要增加保护罩,防止积雪和结冰影响起动。
在这种条件下,可能需要更有效的密封,防止雪尘及常规粉尘进入。
低温条件不宜使用塑料风扇和其他塑料元件,因为会变脆。
在温度变化较大和较快条件下使用的电机,宜配置防冷凝加热器,以维持电机温度高于凝露点。加

热器也可用于其他目的,如加热轴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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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太 阳 辐 射

C.1 概述

在低温下,尤其是夏季太阳24h不落的极地区域,太阳辐射可能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强烈的

太阳辐射可能对设备造成附加温升,可能对以下方面产生影响:
———非金属材料老化;
———表面温度影响温度组别;
———元件(包括电子元件)的工作温度。

C.2 温度梯度

在低温环境中,温度梯度可能非常显著。强烈太阳辐射会提供超过1kW/m2 的加热,使平面金属

表面温度超过90℃,这种情况的温升不宜视为在总体上适用于物体。在一定时间内设备的表面不会都

暴露于太阳辐射。根据环境温度、湿度、表面构造、空气流动、尺寸、形状、质量和其他因素不同,从太阳

辐射获得的热量和设备的热传导率会变化。

C.3 建议

C.3.1 电缆和引入装置

电缆和引入装置可能会受损害时,宜提供附加防太阳辐射措施,可采取包括涂覆、安装在配有防护

罩的电缆托架中或其他合适的保护措施。不宜采取包覆措施,因为内部冷凝会引起化学反应。

C.3.2 设备

可能由于强太阳辐射而受损害的设备,宜考虑附加保护,例如加遮挡罩。
如果温度会超过设备内使用材料的额定运行温度,例如绝缘材料的最高额定温度,则也宜予以

考虑。
有强太阳辐射的地方,选择设备宜考虑强太阳辐射的影响,或者提供附加保护。

C.3.3 保护措施

防太阳辐射的措施可包括使用顶棚、遮盖物或类似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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